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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内容概要

《漫游者说》是一本漫游者的言说，是一本奋斗者的自白。作者彭富春是一个从小失去父亲的穷孩子
，在江汉平原的穷乡僻壤度过了自己艰辛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他凭借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考上了武汉
大学。继而他又上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深造，开拓自己的视野和境界。最后他只身赴德，从东方跨越
到西方，追随哲学大师海德格尔的弟子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历经七年艰辛。学成归国。现在他任教于
他的母校武汉大学，从事哲学教学与研究。
作为—个奋斗者。他的经历就是与贫穷、疾病、压力和屈辱作斗争的过程。是什么激励了奋斗者？不
是其他，只是对于真理的追求的信念。
《漫游者说》—定会召唤更多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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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作者简介

彭富春，1963年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第十、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
—1983年学习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85—1988年学习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师从李泽厚教授
，获哲学硕士学位；1991—1997年学习于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大学，师从海德格尔晚期弗莱堡弟子博德
尔教授，获哲学博士学位。兼任武汉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以及清
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研究员、台湾佛光大学哲学系教授。2005年任湖北省美学学会会长。
主要研究美学的一般理论、德国现代哲学(海德格尔)以及中西思想的比较等。主要著作有《无之无化
——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欧洲科学出版社，1998；上海三联书店，2000)、《哲学美学
导论》(人民出版社。2005)、《哲学与美学问题》(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论中国的智慧》(人民
出版社，2010)、《美学原理》(人民出版社，2011)等七部专著，另有译著两部及大量论文。2001年被
选入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2002年荣获教育部全国人文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3年荣获宝
钢全国优秀教师奖；2004年被选入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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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章节摘录

版权页：1．1 小儿子我一直对自己的出生年月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中国的生辰八字之类的玩意儿
和西方占星术之类的把戏。小时候只记得母亲说我是癸卯年生的，后来知道所谓的癸卯年原来就是公
元1963年，而出生的月份就是农历七月，至于哪一天，虽然听母亲说过，但我早已忘记得一千二净，
变得朦胧不清了。不过有时村里的一些婆婆、妈妈和我母亲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会谈到我的出生。她
们说，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她们在田里采棉花的时候。那虽说是秋天了，但天气还热得不行，人在棉花
林里流着一身汗。因为在农村当时并没有实行户口制和身份证制，所以我的出生日期就无需写入文字
了。只是后来到镇上读高中和到城里读大学需要填表格，出生日期的填写就变成了一个必要的项目。
根据母亲所说的农历的日子我便写了一个大致的时间，事实上，在我现在的身份证上和护照上的出生
日月都是不准确的。就在前不久，我回老家翻了我的家谱，上面写着我出生于农历癸卯年的七月二十
六日，即1963年9月13日。一些伟人在他们出生时，天地自然都会出现某种奇异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是
美好的吉祥的。我的母亲和乡亲却从未说过他们在我出生时看到过什么或听到过什么奇异的现象，不
过也许那一天在我家乡的田野有一颗成熟的果实被风吹落在大地上，这注定了我这一生只能是一个平
凡的人。因此我从小时开始就没有做过当什么大人物的美梦，如当“主席”和“总统”之类。但我的
面相还是有一些独特之处，按照我们家乡的审美观，我小时候绝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漂亮男孩。我高
眉骨，小眼睛，鼻梁不怎么高，嘴大且唇厚，有人还说我脑袋上长了反骨。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
要的是，我的面部天生就有几颗黑痣，其中有三颗在右脸从额经眉上到眼下形成一条线。这条线有什
么意味，一般人都没有想过；但我的姨在我小时每次见到我，总说这条线是克父的，我父亲在我两岁
时去世，就是因为我的面相。我不相信姨的话，我不能承担我父亲去世的责任，因此我对她的判断极
为厌恶，并怀有一种面对女巫般的恐惧。每当姨说我克父时，我都会用听来的肮脏语言来骂她；而我
母亲就会劝我姨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也会来说我不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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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漫游者说》是武汉大学出版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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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精彩短评

1、这是一本大家值读的书，既是一本励志也是一本哲学书。非常好。
2、看了之后才觉得更有勇气和信心去面对以后生活学习出现的问题。只要我坚定我的信念，或许一
切都会不一样。
3、写得很真，过来人可能会有同感。
4、以前都绝版了，只能经常想看的时候在网上看。这次终于在版了。这样一本激励人感动人的好书
，还能说什么呢自己买来看和珍藏就好了！
5、还没看，评晚了，喜欢
6、一个漫游者的言说，给迷茫彷徨的人的指引。相信读过此书后，你会佩服彭老师的勇气和坚持，
也希望对你有较大的启发。
7、彭老师的成长史，很励志！
8、漫游与还乡
9、身份转换的当口，终于认真读了导师38岁时写下的自传。平心而论，也许是受学术论文写作和西语
语境的影响，彭的文字冷硬直接，缺少弹性和光晕。然而正是这种板直的文字会自然退去许多无谓的
浮饰，使一些真相无情地展现在你面前。中秋月下的痛哭和留德期间的种种遭际令人唏嘘，也让人能
够理解一个50岁上下的学者如何一身桀骜，却仍能够左右逢源于学界、政界和商界。
10、写的很真实。要学真正的哲学有多难啊，尤其对于一个和我同样出自江汉平原农村的孩子。80年
代牛逼的学生可以在学校开讲。很多东西即使无望，还是要争取的，事在人为。
11、帮同学买的，她很喜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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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者说》

精彩书评

1、李文倩一个田野里走来的孩子，他幼年丧父，天性敏感。他所出生的年代，历史正处于从一种文
明走向另一种文明的途中。古老的土地和田园，生存于其间的人们，在世界的范围内，都面临新世界
的敌意和诱惑。敌意是存在的，但更多诱惑。越来越多的人走出田园，走向一个陌生而让人困惑的世
界。这些丧失土地和家园的人，还丧失语言和灵魂，最终成为飘零异乡的孤魂野鬼。人们的精神—意
义世界坍塌了，但家园已丧失，而新的家园，仍在期待之中。在这个孩子的眼中，和很多人一样，新
世界充满诱惑。这种诱惑的强烈程度，甚至到了当人们面对着新世界时，几乎完全遗忘了这样一个事
实，即伫立在田野上的家园，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甚至是一个内容更为丰富，意义更为饱满的世界。
但这个孩子不这样看。新世界对其构成了强烈的诱惑和催促，但他始终惦念着故乡的田野，他生命的
诞生之地。他开始了作为漫游者的旅行，但故乡始终是一个起点。新时代的文明责备说，旧有的土地
伦理，固守着一个确定的未来，而未能领教旅行者的惊险和刺激。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都是暂时的
寄居者；天地悠悠过，何不潇洒走一回。但新时代的伦理在强调“过程”的同时，遗忘了生命诞生的
起点。也同样遗忘了，饱满意义的生发地，正在对这一点的不断回溯之中。旅行者走遍千山万水，大
片吞噬美景和欲望，但无法获得灵魂的宁静。旅行者或许是孤单的，或许是寂寞的，但无法抵达孤独
。因为只有当灵魂安静地面对自身时，它才能领略到那种透彻而纯粹的孤独。喧嚣者追随着大众的脚
步，完成着一桩事先张扬的大众阴谋，通往早已预定的终点。但这只是旅游者的旅行，而非漫游者的
旅行。新世界在充满新奇的同时，亦充满责备：它责备贫穷者的低贱，责备病弱者的苦痛，责备陌生
闯入者的土气。这个来自乡野的孩子，带着他的悲愤和苦闷，带着他的骄傲和伤口，漫游在自我救赎
的路途上。所能凭借的唯一载体，是无言而沉默的大堆书籍，在文字的世界里，他的视野延伸到遥远
的远方。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漫游者；但漫游已经开始，心灵在生长。他感到孤
单，尤其是在病痛中时；他渴望爱情，但换来的只是失败的经验。不过无论如何，这些失败和愁苦，
孤独或欢乐，都是人生命经验的一部分。人之为人的骄傲，就在于他能承负起这一切，并在苦痛和磨
难中更新生命，寻求更高的意义。这个执著的追求者，在心灵的转折点上，爱上了智慧并愿意为此付
出辛劳。在后来的自传中，他这样写道：“当人爱智慧的时候，智慧也会爱人。这就是说，对于爱智
慧的人而言，智慧永远不会拒绝、背叛和抛弃。智慧的爱表现为，它将自身给予人，让人获得智慧，
获得了生命的守护神。”在尘世生活中，爱一个有限的存在者，似乎是大多数人的宿命；但有限者的
“有限”，即意味着这种爱是不可普遍分享的，因此并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爱智者的精神征途，更
为曲折而遥远，但这种爱本身，能够超越历史的烟尘，而抵达终极的永在。在漫游的途中，种种压抑
无处不在。从一个意义上讲，在尘世的国度中，压抑和扭曲到处都有。而在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环境中
，则这种压抑的程度，可能有着相当大的差异。再具体到中国的大学校园里，种种制度性的羞辱，至
今仍在残害着青年们的心灵，继续制造着扭曲的人格。这个精神的漫游者，在大学校园里汲取知识、
培育灵魂的同时，亦在日常的生活中遭受着各种各样的困苦和难堪。作为一个穷学生，他不得不和很
多人住在一起，对一个渴望自由的人而言，这是难以忍受的。他在自传中写道：“我不能忍受长期与
他人合住一间房子的生活。我认为是非人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生活习惯，
还有自己的隐私。但这种日日夜夜的公共生活却剥夺和压抑了人的个性。”认真说来，这“日日夜夜
的公共生活”，其实毫无公共性可言。因为如果私人生活的世界不能有效建立，则意味公私之间的界
限并不存在，这就意味着既没有真正的公共生活，也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人们生活在原始的部落中
，任强权驱使和残害。在日常生活被集体化的同时，中国的学术也被集体化了。许多个人聚集在一起
，组建起所谓的学术科研创新团队，在权势者的带领下，以学术创新的名义，在体制内分赃。这是明
目张胆的抢劫，但多少人乐此不疲。有人为进入某一团队而欣喜不已，有人因为被排斥在外而黯然神
伤。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能忍受集体生活的人，在学术研究上，同样不能忍受那种集体劳动式的“结
盟”。在自传中，他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我本人在学术思想研究上是一个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因
此从来不与任何人结盟，不参加任何一个固定的圈子。在我看来，思想研究只是个体的事情，是孤独
者的事业。人只有孤独地面对自己的思想，他才能真正地生活在思想的世界里，走在思想的道路上。
在这样的基础上思想者之间对话与交流才是可能的。如果相反把学术思想研究变成一种集体劳动的话
，那么这种思想不过是一种无个性的混合物，它是违背思想的本性的。”学术和思想，是孤独者的事
业，这当然没错。推而广之，无论在哪个领域，没有与孤独为伴的耐心和坚韧，何来伟大而辉煌的创
造？从故乡到武汉，从武汉到北京，从中国到德国，从德国到许多其他的国家和地区，这个热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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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漫游者，在与贫穷、孤独、疾病、外在的压力做不懈抗争的同时，也在哲学、艺术和诗歌的世界里
尽情遨游。他坚信一个人只有经历得更多，才有可能通往智慧之门。而在通往智慧之门的途中，批判
和反思必不可少，而所谓的批判，严格说来就是划界；也只有经过严格的批判，我们才有可能认清世
界的本相。他在自传中解释说：“批判与任何否定或肯定都没有关联，它就是划分边界。边界是一个
事物本身的起点和终点。在边界之处，一物与它物相区分，而规定自身。所谓的批判有三个维度，首
先是语言批判，其次是思想批判，最后是现实批判。”从语言的批判开始，到对现实的批判，其间有
一个漫长的路途。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必得做足这方面的功课。漫游者在走遍世界之后，他还能再做
什么呢？或许，漫游者的使命，并不在于漫游半身，而是在漫游的过程中，丰富自己的生命，提升思
想的境界。一个真正的漫游者，永远都不可能忘掉他漫游的起点；由此说来，漫游者真正的命运，是
回归或曰还乡。因为只有回到故乡，回到自己生命的起点，一个人才能收获真正的宁静。而对一个思
想者来说，其思想的最佳方式，莫过于“倾听宁静的呼声，思考宁静的神秘的意义，并生存于宁静的
境界之中。”因为“宁静的沉默会爆发出最伟大的力量，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也只有在孤独和
宁静中，漫游者的脚步，才可能抵达生命的边界处。正如这个漫游者自己所言：“世上的漫游有种种
形态，但最伟大的漫游是在边界上。因此最伟大的漫游者是那些跨越边界的人，是那越境者，是那冒
险者。边界是临界点，也就是危机之处。危机本身包括了危险和机遇。但最大的边界是有与无、生与
死的临界点。于是最伟大的漫游者是在有与无，生与死的临界点上的行走的人。”这个漫游者的足迹
，成就了一本“漫游”之书，书名就叫《漫游者说》。漫游者是孤独的，伟大的漫游者更是如此。但
漫游者的行迹，并非总是孤寂无声的，同时亦是对后来者的召唤，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漫游者的
足迹既是作者行旅的见证，也是后来者的路标。”但在我们这个视身体为上帝，以崇拜、讨好身体为
最高荣耀的时代，爱智者追寻思想、丰满生命的孤独漫游，到底能有多少真正的追随者，的确是难以
预料的。或许，在任何一个时代，这都是少数人的事业。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似乎有更多的理
由来嘲笑、鄙视它。但无论如何，在伟大漫游者们发出无声召唤的同时，可能已有少数的爱智者，不
顾世俗的忌恨与荣耀，踏上了孤独漫游的旅途⋯⋯（彭富春：《漫游者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年11月版）二○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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